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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、地的要求，1981年6月中

旬，我县开始了地名普查工作。经过半年多的时间，对本县

305条地名现状和历史认真进行了调查与考证，并查阅了《容

城县志))、《弘治保定郡志》和二十四史等重要史籍；多次访

问了熟悉情况的老干部、老“地方通”，对调查的各种数据

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。在此基础上，又用了八个多月的时

间，进行内业整理和地名标准化处理。于1982年底，地名普

查的文字概况、地名成果表、地名卡片和标注标准地名图四

项成果全部形成。经县政府领导审查，省、地地名办公室验

收，四项成果已为本县有关部门和单位利用。为使这次普查

成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，我们编纂了这本综合性的地名

工具书。

本书以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为基础，对一些内容进行了

补充、修改，使资料更加可靠和完善，有助子读者了解本县

的历史变迁和沿革。



这本工具书收编标准地名图2幅；县、社和其它地名概

况27篇，自然村现状及沿革132篇j各类标准地名305条。书

中的大部分数据来源于县统计局((1980年国民经济统计资

料))，所有地名均为1981年地名普查标准化处理后的标准名

称。

县政府对地名普查和编纂工作非常重视，有关领导曾多

次进行具体指导；县统计局、水利局、交通局、档案科、党

史办、文化馆、土肥站、气象站等单位，为编纂工作提供了

大量资料；各公社和县直单位所有参加地名普查的同志为搞

清地名现状、历史沿革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，在此谨

表谢意。

在编纂过程中，由于时间仓促，水平有限，缺点和错诞

在所难免，恳请读者批评、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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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城县概况

容城县位于河北省省会驻地石家庄东：{h165公里处。东

与雄县接壤，北与新城、定兴相连，西与徐水交界，南与

安新毗邻。全县总面积305平方公里(457，500亩)。人口

182，827入，其中满，蒙、回、壮，布依等5个少数民族156．

人，余为汉族。辖lo个公社，127个大队，132个自然村。

本县历史久远，追溯远古。据传，五帝时代(新石器时

代)，唐尧属冀州，虞舜属幽州，夏商仍属冀州。春秋为北

燕。战国属燕。秦为上谷郡。汉封降王有容氏于此，因降王

氏有容，故得名容城县，属涿郡。东汉省入道县。魏文帝更

名范阳郡。晋属幽州范阳国。北齐天保七年(公元556年)，

并入范阳县。隋开皇元年(公元581年)改范阳为道县，唐

武德五年(公元622年)置北义州，道县隶之。贞观元年(公

元627年)废北义州，道县改属易州。圣历二年(公元699年)

契丹入寇，固守保全，故改名全忠县。神龙二年(公元706年)，

仍名道县。天宝元年(公元742年)复置容城县，属上谷郡。五

代周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属雄州，不久即废。宋建隆四年(公

元963年)复置容城县，属河北东路雄州。辽属南京析津府易

州。金属中都路雄州。元属保定路雄州。明洪武七年(公元

1374年)省入雄州。洪武十四年(公元1381年)复置，属保定

府。清朝因之。民国三年属直隶保定道。公元1937年“七七”

事变时被日寇侵占。1938年共产党建立政权后，先后属晋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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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边区政府冀中行署四、十专区。1949年建立河北省后，属

保定专区。1958年与雄县、定兴合并。同年十月又并入徐

水。1962年恢复容城县建制。县人民政府驻城关。

全县地处海河流域平原，地形平坦，由西北向东南倾

斜。海拔7．9至19．5米。气温属大陆性季风气候。春秋多

风，夏季炎热多雨，冬季寒冷干燥。常年平均气温11．9。C，

一月平均气温4．923，七月平均气温26．4℃。早霜始于

十月下旬，晚霜终于四月上旬，无霜期19l天。年平均降雨

量540毫米。四季分配不均，74％集中在六至八月。雨、热

在同期，适于作物生长。但初春低温、夏初干热风和冰雹等

：灾害性天气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。

本县境内，北有南拒马河，西有萍河，东有大清河及白

沟引河，南靠白洋淀。南拒马河及大清河为常年河，萍河和白

沟引河为季节河，四条河均由西北流向东南，各河总流长为

46．65公里。建国后，大搞水利建设，先后开挖排灌于，支

渠246条，修建扬水站3处，并建临时扬水点43处，建筑桥、

闸、涵洞等水利设施462处，打机井2，744眼(其中真空井

643眼)。村村通电，电动机2，102台，柴油机2，647台，共

有动力63，026马力。全县共有大、中、小型拖拉机495台，

农用汽车4部，动力10，57"7马力。因而作到了旱能浇、涝

能排、春秋耕作及时。

全县土壤早经耕垦，熟化为耕作土壤。中西部土质主要

是黄壤和黑壤土，肥力较好。东部和东南部有小面积的沙

壤土和盐碱土，肥力较差。全县经济以农业t为主，耕地面

积346，191亩，占总面积457，500亩的75．6％，其中水浇地

296，608亩，占耕地面积的85．9％。粮食作物以小麦、玉米为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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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梁、甘薯次之。小麦、玉米占总耕地面积的60％。经济作物

有棉花、花生、芝麻、白菜等。1980年粮食总产量103，749,400

斤。农业总产值22，923，000元，等于1956年农业总产值的3．5

倍。因此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。

畜牧以养猪为主，全县1949年猪的存栏是13，440头，，

1980年增加到43，756头，比1949年提高3．3倍，此外，林、

副、渔各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。

工业也有较快的发展。解放前本县基本上没有工业。建

国后，建起了农机制造、机械修配、化工、化肥、灯炮、玻

璃、印刷、建材、食品加工、粮棉油加工等工厂。目前全县

已拥有工业企业33个。(其中工业局lO个、二轻局9个、其

它所属4个、社办10个)，全年总产值达7，840，100元。

交通以公路为主。其中主要路线有天津至保定(北线)，

横贯东西。县级公路有容城至固城、容城至安新、容城至雄县

三条公路。四条公路在县境内长达56公里，而且每日有从县城

发往北京、天津、保定、雄县的班车。社队交通比较便利。

全县现有中学13所，小学122所，学生3l，079ft．，教职

员工1，164人，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5％。容城中学为地区重点

中学，北张中学学生排球队列为地区的重点队。卫生事业自解

放后发展很快。现有县医院、防疫站、地段医院、妇幼保建站各

1所，公社卫生院9所，共有医务人员212人。各大队均有卫生

室，有农村医生313人。另外，县里还设有文化馆、图书馆，广播

站和专业剧团。全县所有公社都有电影放映队。贾光、南张等

公社还修建了电影院，大大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。

县境内有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，县重点文物保护单

位2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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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城县历史沿革

容城县位于河北省中部，地处海河流域平原，自然环境

优越，人民勤劳朴实。东西长26公里，南北长16公里，全县

总面积305平方公里。容城县之名始见于汉代，据《容城县志》

记载：“汉封降王有容氏于此，置容城县。"因降王姓有

容，容城故此而得名。故城在今县城北15里的城子村。

容城县历史悠久。据河北省考古队对我县上坡遗址的初

步发掘得知l上坡遗址有距现在约7000年的磁山文化层，还

有龙山文化层、二里头文化层和商代文化层。磁山文化为我

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，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。这就

证明：远在七千多年前的远古时代，已有原始部落在容城一
带活动了。

唐尧之世，今容城地属冀州，虞舜时属幽州。

夏商时仍属冀州。县东晾马台一带是一诸候封国易。

容城地处周时召公爽所封燕国封地的南部边疆地带。

春秋时为北燕。公元前697一一前690年，燕桓侯徙建别

都于县东古贤村一带，改名临易，成为燕国的中都。

战国时容城属燕国上谷郡。

秦时，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容城隶属上谷郡。

西汉高帝八年(公元前1．99年)，封赵将夜于容城，名

为深泽侯国。汉景帝中元三年(公元前147年)国除。这年

封匈奴降王徐卢为容城侯，始置容城县，隶属涿郡。容城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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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在县北部的城子村。当时全县东西长50里，南北80里，约

辖今容城县的城关、八于、张市、晾马台等9个公社；安新

县的三台、大王、寨里，新安、漾堤口等5个公社；定兴县

的杨村、房家庄两个公社，新城县的白沟南镇；雄县的王祥

村、王褚、阎家铺、新盖房等村。
、

汉高帝六年(公元前201年)封成侯国，汉景帝六年(公

元前i43年)国除。

汉昭帝元凤五年(公元前76年)又封国，汉哀帝建平

元年(公元前6年)国除。

汉高帝十二年(公元前195年)伐燕克之，封卢绾为燕

王，改上谷为燕国，分置涿郡，在今县东古贤村一带建易县。

王莽复古，曾一度将容城改名为深泽，将成侯国改名为

宜家。

东汉时，容城县省入遒县，隶属幽卅刺史部涿郡；汉章帝建

初二年(公元77年)，封曹湛为容城侯。东汉献帝兴平二年(公

元195年)公孙瓒自蓟徙临易水，在县东部的昝村建易京城。

三国魏时，魏文帝黄初五年(公元224年)封为范阳国，

属涿郡；黄初七年(公元226年)国陟为范阳郡，属幽州。

晋武帝置范阳国，封宣帝弟子为王，此时重置容城县

隶属幽州范阳国，县治在城子村，后县废。晋时，在县东古

贤村一带的易县改为易城县，属河间郡。易京城在魏晋时仍

为一军事重镇。

北魏孝文帝太和中复置容城县，县治在城子村，属幽州

范阳郡；县东古贤村一带的易城县此时又改名为易县，属瀛

州高阳郡。后赵建武四年(公元338年)，石虎自辽西南达

易京，患其坚固，派两万士兵将易京城破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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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(公元556年)，容城县省入范限

县。同时，县东古贤村一带的易县省入莫县，易县之名，自

此遂废。

隋文帝开皇元年(公元581年)改范阳为道县，容城一

带为道县地，属上谷郡。 ．

唐初，容城县仍为道县地，属涿郡，县治在城子村。唐

高祖武德五年(公元622年)置北义州，州治在城子村，领道

县；唐太宗贞观元年(公元627年)，废北义州，遒县改属

河北道易州；唐武则天圣历二年(公元699年)，契丹入

侵，容城军民奋勇抵抗，固守得以保全，因而容城改名为全

忠县；唐中宗神龙二年(公元706年)，仍改名道县；唐玄

宗天宝元年(公元724年)复名容城县，此年罢易州，改为

上谷郡，容城县隶属上谷郡。唐肃宗至德二年(公元757年)

复罢上谷郡改为易州，容城隶属河北道易州。唐代宗大历

二年(公元767年)改容城隶雄州。唐时，容城县虽时废时

置，但治所不变，仍在容城北部的城子村。

五代后晋高祖天福初年，容城县入契丹(辽)，此时属

易州。周世宗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收复三关，控扼幽蓟，

置雄州，同时收复原容城南境。周另侨置容城县，并移县治于

雄州城中，割属雄州，寻废。辽又侨置容城县于拒马河北新

城县界，自此始有南北容城之称。

宋时，宋、辽以白沟河为界。因容城地处边界，辽不断

往南骚扰，故容城居民纷纷避居拒马河(即白沟河)南。宋

太祖建隆四年(公元963年)复置容城县，隶属河北东路雄

I、I'I，县治在雄县西南；同时辽仍然侨置容城县于拒马河北新

城县界，县治在易县东八十里，隶属南京析津府易州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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